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篇一

读了李镇西老师的《走进心灵》，我感觉，李老师作为一个
名师，有一颗热烈的心，宽容的心，有一个名师所应该具有
的知识底蕴和教学水平，有一个长者所拥有的和蔼，对后辈
的关怀提携。

对这些思考李老师也分别用了一些章节做了集中表述，有许
多提法未必惊世骇俗，但因为有大量的实践，却让读者有了
别样的深刻的体会。而这些思考之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民
主教育理念，它渗透于本书的每一个章节。而李镇西老师对
民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眼里，民主不是老师赏给学生的，
不需要居高临下地批准，而是让学生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自
然形成的。说实话，民主二字，知易行难，而在李老师的手
记里，我们看到了李老师是如何一次一次地通过自己的错误
让学生理解民主，实践民主的，是如何让学生对于法治有了
感性的认识。而这种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正是一个现代公
民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正因为有了民主教育的理念，李
老师对于集体主义才有了自己崭新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取得成
功。

如果说民主教育理念是这本书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启示，那么
最能触动我的，则是李老师提出的一个口号：“向学生学习。
”这个口号里面所体现的对学生的赏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
与肯定，正是教育的精要之所在。与此相应，李老师对于假



德育的批判也入木三分，痛快淋漓！

读完《走进心灵》，我能够清楚地看到李老师前进的足迹，
同时，《走进心灵》也带给我更多思考。教育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李镇西老师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李镇西老师自
身的修养，来源于李镇西老师对教育的爱与执着，或许这才
是一个教育者身上最重要的素质吧！

对教育类书籍，我一贯是持保留态度的，更主张读专业书而
不是教育理论，而读完《走进心灵》之后我感到了深深的满
足。自己虽然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考，但做人太懒，读书又少，
又缺少李镇西老师的机智与毅力，即使一些想法时时暗合，
有知音之感，但终觉相差太远，少了一份自觉。这，大约就
是教育家与普通老师的区别吧！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篇二

青藏铁路由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1956公
里，于6月29日开工，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行，总投资
三百三十亿元人民币;全线路共完成路基土石方七千八百五十
三万立方米，桥梁六百七十五座、近十六万延长米;涵洞二千
零五十座、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二横延米;隧道七座、九千零七
十四延长米。由于跨越了世界上最高的草原，这铁路也被人
们称作“天路”。

在整个铁路修建过程中，建设者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青藏
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含氧量少，多年冻土，气候恶劣，
突击队员的生命每天都被这座万年雪山——风火山威胁着。
就在他们快要挖完隧道时，一件事让突击队员们始料未及，
他们带的氧气只是杯水车薪，这座万年雪山向突击队员露出
了狰狞的面孔。指挥部和北京科技组联合起来，要建造了一
座大型高原氧气站。科技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终于建
好了一座大型高原氧气站。经过科技人员及筑路大军的顽强
拼搏、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举世闻名的青藏铁路终于建成



了!建设者的勇敢、实干与创新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钦佩!

当我极有感情地读完《把铁路修到拉萨去》这篇课文后，忍
不住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青藏铁路的
建设者们深深地感动着我，鼓舞着我。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
面对巍巍风火山，面对数百公里的常年冻土地带，面对高寒
缺氧，他们没有退缩，不畏艰难险阻，敢于向困难挑战，为
了祖国西部建设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着我，对我今后的成长是一种鼓励与鞭策。在学习上，我遇
到困难应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动不动就请教爸爸妈妈;吃饭
穿衣不能挑三拣四，不攀比不浪费;多读书，读好书;在外多
帮助同学及他人，在家多帮爸爸妈妈。无论做什么事情遇到
困难时，我都要时刻想起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学习他们的拼
搏、勇敢与创新的精神，自己吃点苦，与他们比又算得了什
么!

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我会努力学习，不断地锻炼自己，长
大

后走进西部，让西部充满更多的希望!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你一定听过或读过不少古典名着吧?《三国演
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人物故事，你一定能娓
娓道来。在我国浩瀚如海的文学艺术宝库中，还有许许多多
的经典名着，每一部都博大精深，每一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
味。

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七一小学读物——《走进西部》，这
一翻我就再也舍不得放下，虽然它不是什么名着，只是一本
阅读丛书，但我深深流连其中，不能自拔。这些文章让我或
感动、或惋惜、或开怀大笑、或深深向往。这本书一共分八
个部分，主要描写了美丽的西部风景、西部文化和开发西部



所付出的艰辛、还有大家的缤纷童年故事。书中的第一百二
十个雪兵让我泪水盈眶，为了修好青藏铁路的无数英雄让我
佩服，小旦为了让在外打工的爸妈回家而故意考的零分让我
心酸，桑格格的快乐童年让我向往，开怀。每往后阅读一篇，
都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对于自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也
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这本书让我感触最深的文章是汪夕禄写的《零分，故事的主
人公小旦平时考试总考全校第一，但是为了让爸妈从黑龙江
回来看他，故意在此次考试中考了个零分。他的这一举动让
老师和爷爷对他很失望，其实爷爷又何尝不明白小旦的希望。
所以爷爷哭了，小旦哭了，我也哭了。在我的身边就有许许
多多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为了能给孩子一个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生活而外出打拼，作为爸妈这样的做
法固然是对的，但作为孩子的我们，多么想在放学后能在爸
妈的身边撒娇，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后可以有爸妈安慰，
在考试开了好成绩可以和爸妈分享……可这一切因为爸妈的
外出都变成了幻影，每当上学放学时，在看到别的同学扑在
爸妈的怀抱里撒娇依偎，这些同学哪个没有心酸，羡
慕。“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吧，咱们这也可以挣钱养家，
有爸妈陪伴的童年才是幸福的，别让孩子的童年留有遗
憾。”我想，这是所有留守儿童的共同心声吧。

感谢你，我的朋友——书，你让我快乐，也伴我成长中的每
一天。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篇四

在古代中国，西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可是如今，这一
切已经成为过去，西部的壮美与秀丽，对我们不再那么神秘。

瞧，黄果树瀑布的水的声音是多么好听，我把耳朵靠在图片
边，似乎听到了那大自然音乐会。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无人能
比，皑皑白雪;涓涓细流，雪山融化的雪水，叮叮咚咚，遍地



的雪团踩上去，软软的。四川的乐山大佛犹如泰山压顶一样，
气势;威风：庄重集于一身，气势雄伟。

西部不仅风景优美，还物产丰富。我国著名的四大牧场，分
别分布在，西部的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省与自治区。
云南名优茶令人回味无穷，喝了还想喝;四川和重庆的油菜翠
色欲流，令人食欲大增;宁夏的农业日新月异，经济发达;甘
肃的粮果，口味纯正。。。。。。。

西部真是资源丰富：西藏羊八井地热电厂_我国最大的地热实
验基地非它莫属。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_稀土矿集中在内蒙
古，占约百分之90.

渴望发展的西部正在向我们招手，脸上洋溢期待的神情。

人们行动起来了：2月推出“救助贫困失学的孩子“参加活动
人数达一亿多人。基金会从捐款中划拨人民币9000万元，物
资折合人民币4000万元，总计1.3亿多元。

西部大开发，祖国在召唤，展开双手去拥抱西部!

走进鲁迅为官读后感篇五

昨晚看了《走近科学》感触挺大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家
族，十四人七人患了同样的疾病，手舞足蹈，不能自控。

然而最痛苦的不在于身体的不由自主，而是内心的煎熬。

他们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了断此生。

她很可能也不能逃脱厄运，但是她的乐观，坚强却感动了我，
她这样说到“我一直准备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那天没
来，我就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好的医生，帮助更多的病



人……”

实在是不应该,也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就座抱着一颗向上的
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还有可能遇到的挫折，谢谢文玲的一
番话，让我懂得了应如何去面对你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在这里
也祝她，她的家人能健康，能快乐!好人一生平安!

寒假里的一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着走进
科学。

看完后这次放的给了我深刻的体会。

看了“走进科学”这个节目，我很震撼，里面千奇百怪的故
事，被老百姓看成神话，其实，它们都经不住科学的验证。

就拿“小牛生蛋”这个故事来说，小牛不会下蛋，当它的`主
人发现小牛“生”了一个“蛋”，主人把它当成了宝贝，还
迷信地认为，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

因为他的儿子正好百天，大牛又生了一个小牛犊。

这些现象的巧合被他们看成了神话。

但是经过研究人员的验证，这个“蛋”主要成份是牛毛，得
了一种病，爱舔别的牛身上的毛，这些牛毛到牛胃里后，被
胃里的一种分泌物包围起来形成的一个“蛋”。

这个“小牛生蛋”的故事被解秘后，它的主人感到很失
望，“宝蛋”原来是“毛蛋”，神秘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神
秘，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探讨，再神秘的东西也会被解
秘。

我很喜欢看“走进科学”这个节目，因为他能告诉我，事情
的真相。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其实天底下有许多事，尤其是自然界的
奇景，我们在表面上并不能看出它的奥妙，只有深入其中，
也许才有可能有机会去一窥究竟!

观看了两期节目，我的感触很深——大自然的智慧我们是比
不上的。

这世界上有太多我们人类不可以解开的谜题，但是只要我们
有毅力，或许，我们也能成功!

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传播科学知识，
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其次要有求知的欲望，我观看的
两期——《小河里的“金娃娃”》、《离奇的老龙洞》一开
始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随着事件的一步步推进，真相便水
落石出。

所以才把它当作金子，村子里弥漫着“淘金热”，看到这我
也有点心动，但是随着节目的介绍，这不过是“愚人金”也
就是黄铁矿，因为黄铁矿的浅黄铜的颜色和明亮的金属光泽，
常被人误认为黄金，故称愚人金。

如果不是专家的及时检测，我想村民一味的拾捡这“黄金”
必定会浪费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要掌握一定的知识，不能
迷信，更不能盲目从众。

狭义的自然界。

它是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

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
生长的基础。

大自然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大自然的神奇让我们更加想揭开
她的面纱，在《离奇的老龙洞》种奇怪的红水，令人想迫不



及待得想解除谜团，这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知识!

自然界是巨大的，富有智慧的，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大自然，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
生存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正确把握好奇心，掌握
好的学习方法——通过学习实践，总结出的快速掌握知识的
方法。

《走进科学》丰富了知识，因此在闲暇之余可以观看一下，
开拓视野!

科技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科学可以丰富知识!世界无奇不有，
只有深入其中，也许才有可能有机会去一窥究竟!


